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事迹(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事迹篇一

23年来，冯新岩不断总结经验，独创了基于故障模式分析
的“望闻问切”异常诊断体系。利用这套体系，他先后诊断
超高压、特高压设备严重缺陷百余起，从未失手，避免因设
备故障可能导致的损失超10亿元。在查找带电设备隐患方面，
他的技术达到业内顶尖水平。

2018年，某换流站的运维人员在日常检测中发现，一台换流
变压器内部有放电现象，如果不及时处理，将会造成换流变
压器损坏。换流变压器是电网系统内单件最值钱的“家当”，
一台造价就上亿元。大家一方面担心隐患处理不及时造成设
备严重损坏，给国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另一方面担心如果
立即停电检修，特高压入鲁“大动脉”暂停运行导致的能源
负荷损失不可估量。

这时，冯新岩主动请缨，展开了隐患排查，在最短时间内查
明了隐患原因并推断出隐患位置。得益于冯新岩的精准判定，
设备厂家提前准备好了备品备件，仅用半天时间就将隐患处
理完毕，避免了设备返厂检修造成的上千万元损失。这次故
障判定和采取的应对举措，受到了设备厂家和国内变压器专
家的高度评价。

过硬技术“内功”的练就，离不开他孜孜以求的创新精神。
多年来，冯新岩在科研道路上取得累累硕果：获得发明专
利112项，发表论文86篇，编写标准26项，出版专著16部，独



创16项特高压带电检测新技术，攻克30项特高压带电检测技
术难题，创新项目获得全国总工会创新补助金支持，成果累
计创效达3.6亿元。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被山东省总工
会命名为“山东省劳模创新工作室”。他带领的qc小组多次
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和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等荣誉称
号。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事迹篇二

“作为技能工人，这个合格率肯定是无法接受的。”2016年，
某型号发动机喷注器架生产遇到瓶颈，有项精度仅相当于头
发丝的十分之一，在机床上无法测量，试加工合格率仅有20%。

“交给我，我有信心啃下来。”何小虎立下军令状。

原来，在一些老师傅搞技术攻关时，何小虎就已经关注到了
这个产品，并一直在思考合格率低的原因。上手后，他发现
攻关“真难”，之前车间从未加工过，没任何可借鉴的经验
和数据。那两个多月，何小虎天天熬夜查资料、找人讨论，
有时正吃着饭，突然想到什么，放下碗筷跑回车间进行试验。

经过无数次试验，何小虎提出“设备热稳定性”概念，发挥
其极限加工精度，颠覆传统方法，让产品合格率达到100%，
加工效率提升4倍。

在加工某发动机燃烧喷嘴时，厂里遇到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
合格率只有50%，这不仅影响发动机的交付和后续型号生产任
务，更关系着飞行器能否精准入轨。之后的两年，何小虎联
合工艺、操作人员，找过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设备生产厂家
请教交流，甚至花钱找大学老师补课。最终，2020年，他们
攻克了瓶颈难题。

多年来，何小虎先后攻克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研制难题65项，
申请专利8项，获得1项国际专利授权，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4项国家发明专利。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事迹篇三

张xx，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焊工。

殷瓦焊是世界上最难的焊接技术，殷瓦板牛皮纸一样薄，一
条船上的'手工焊缝长达13公里，一个针眼大小的漏点，都有
可能带来致命后果。

而他的焊接技术不但质量百分百有保障，外观上也完美无缺。

宁允展，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他是crh380a的首席研磨师，是中国第一位从事高铁列车转向架
“定位臂”研磨的工人，被同行称为“鼻祖”。

从事该工序的工人全国不超过10人。

他研磨的转向架装上了644列高速动车组，奔驰8.8亿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22000圈。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事迹篇四

1969年，19岁的艾爱国扛着行李来到湘江边的湘潭钢铁厂成
为一名焊工，此后50多年时间，他孜孜不倦，带领团队攻坚
克难。

1982年，32岁的他以8项全优的成绩成为当时湘潭市唯一有两
证的焊工。1983年，原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家钢铁企业联
合研制新型贯流式高炉风口攻关，艾爱国主动要求承接其中
最棘手的焊接任务，他翻阅了一些国内外有关焊铜的资料，
结合自己多年焊铜的.经验，大胆提出了当时在国内还没有普



及的“手工氩弧焊接法”的设想。1984年3月23日，艾爱国采用
“手工氩弧焊接”方法成功地焊好了“高炉贯流式”新型风
口的紫铜容器。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冶金、矿山、机械、
电力等行业攻克400多项焊接技术难题，改进焊接工艺100多
项。

产业工人是产业支撑的主体力量，是财富创造的中坚力量，
是创新驱动的骨干力量，是制造高地的有生力量。湖南发展
蓝图要实现，归根结底要靠人才，要靠产业工人队伍。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工作，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形成了全省上下齐抓共推
的大格局。

2020年7月，湖南省第一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工作启
动，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各单位以点带面，发挥了改革
试点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湖南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成员中，工会作为
牵头单位，在构建部门协同，打造改革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
中可圈可点。省总工会在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培育湖湘工
匠等方面深入合作，形成以赛推动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事迹篇五

对机器多看一眼，就能发现少没少零部件；感受一下汽车尾
气的温度和气味，就能对"运转是否正常"知道八九不离十；
再听一听发动机的轰鸣声，他就能判断有什么问题。怀揣绝
活，重庆长安汽车江北发动机工厂的维修工张永忠觉得这些
都没什么神秘可言。

"从发现问题到找准原因，无非是靠多学、多练、多研究。"
不久前跻身重庆十大"巴渝工匠"之一的张永忠说。



10余年前，张永忠依据经验与钻研创造出一套修理汽车发动
机的"四诊法"："望外观、看点火；闻尾气、判隐患；听声音、
分异常；调切部件、把原因"。上万台发动机经他的手"治愈"
了，他却说，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维修工。

1983年，张永忠从部队退伍，进入重庆长安汽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分配到当时的31车间成为一名木工。

一年后，公司正值研究发动机之初，人才紧缺，踏实而又勤
学好问的他被领导看重，从木工岗位调去参加汽车发动机的
组装调试工作。

20岁的他刚进维修厂，看着满地的零部件，"就像进了菜市场，
却不认识地上都是些什么菜"。于是，他从辨识零部件学起，
装配、调试、维修，不分工种，什么都干。张永忠说，那时
候经常是白天黑夜连轴转，靠的就是一股韧劲。长安汽车第
一台"江陵"发动机的成功点火，也有他的一份心血。

"做这一行久了，看发动机就像自己的孩子。"张永忠说，因
为喜欢，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发动机上，因此大部分时
间都在车间里和工人们在一起，也就对发动机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张永忠告诉记者，他与发动机打交道已有30多年的时
间了，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发动机了。"习惯成了自然，现在每
天不看到发动机，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在某一行业里有所成就，必须付
出心血和汗水。"张永忠告诉记者，十余年前，由于长时间高
强度的工作，导致双腿股骨头坏死。

"‘望闻听切’维修法是张永忠20xx年左右开创出来的，后被
命名为‘重庆市职工经典操作法’，并在全国汽车行业迅速
推广。"张永忠的同事介绍说，张师傅的耳朵很灵敏，听声音
就能察觉出质量问题。



有一次，张永忠巡查发动机生产车间，从工人们身边走过时，
发现工人在撞击打力过程中，撞击声音和标准力度下发出的
声音好像不完全一样。他赶紧查看显示仪器，果然，工人操
作力度不够，有可能会导致连杆螺母力矩偏小，也就会导致
发动机不合格。就在当天，车间内立即对问题进行了调查解
决，及时避免了1500台不合格发动机流入市场。

"张永忠是中国汽车发动机维修的‘老中医’。"同事说，一
次，张永忠发现即将发往南美洲的上千台发动机排气管状态
错误，第一时间反映了问题，从而避免了工厂更大的损失。

凭借一手绝活，张永忠已先后诊断出国内外各类汽车发动机"
疑难杂症"800多例，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他参与完成离
合器压盘分离不彻底、发动机拉瓦等攻关项目，独立发明g系
列气门发动调整螺钉瓶颈工具，将发动机生产30%报废率降低
为零。

"既做事，更做人"，是张永忠一直在心中遵守的准则。每当
有人求助时，他都毫无保留地指导。带徒弟，他不仅将技艺
倾囊相授，更注重以自己的行动给徒弟上好职业道德这一课。

"技术这个东西保留是没用的，技术要给别人解决实际困难才
能体现它的.价值。"张永忠坦言自己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多
年掌握、练就的维修技巧传授给更多的青年员工，培养更多
的工匠。为此，他与公司数十名年轻员工签订了"名师带高
徒"的配对协议，亲手带出了一支熟练掌握发动机调修技术的
国家级全能团队。

如今，他的全能团队中，有公司二、三级技能师5人，高级技
师25人，技师100余人，在兵装集团技能大赛中屡获发动机装
调项目一、二、三等奖。长安汽车现在的发动机调修一线技
术骨干中，有80%接受过他的指点。

20xx年，张永忠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设立，被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选拔并命名为"张永忠技能大师工作室"，成
为全国首批50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之一。20xx年，张永
忠被评为全国劳模。近日，他又以最高票数被重庆市总工会、
市质监局等单位授予"巴渝工匠"称号。

"我就是一名维修工，只要拿起扳手，心里就欢喜、就踏
实。"张永忠说。


